
湖北大冶铁山矽卡岩型铁铜矿床成矿规律探讨
六 九队铁山地质组

夕

一
、

矿区地厦筋迷

本区位于淮阳山字型构造的前弧西翼
,

以折皱构

造和挤压性断裂为其特征 区内由志留系一 侏罗系地

层所构成的折皱和纵向断裂皆呈北西西一南东东向
,

并且直接控制着区域内各岩浆岩体和有关铁铜矿床的

分布
。

铁山矿区 床 即位于区域内保安复背斜
、

陈家

桥复向斜间之次级构造 —铁山背斜的北翼
,

铁山侵

入体的南缘中段

铁山矿区内出露地层以中下三迭统大冶 灰 岩 为

主
,

次为二迭系乐平统硅质页岩层 构成铁山背斜之

轴核
。

更老地层依次向南始有出露 上三迭统蒲沂

群紫色砂页岩及侏罗系砂岩
、

砂质页岩层则分布于铁

山侵入休的北缘及东西两端 图
。

中下三迭统大冶灰岩
,

由下而 几按其岩性可分为

三层 灰黑色薄层泥质灰岩与纸状页岩互层
,

底

部有约 米的泥质灰岩 灰黑 色中厚层纯灰岩

《 含少量白云质 、 多 厚层 灰岩
,

中夹

数层厚约 、 米的灰质白云岩 、 多

第 层相当于嘉陵江组层位 上述各层受岩浆侵入

之接触变质 主要是热力变质
,

均遭不同程度的大

理岩化 而与成矿关系密 切者仅为
、

层

铁山岩浆岩体系燕山期侵入 岩性属偏中酸性的

闪长岩一花 岗 闪 长 岩
。

岩体由多种岩相组成
,

各岩

相分布 具一定的 规律性
,

呈环 状分 布 中心

相为花岗闪长岩 内部过渡相为正长闪长岩
、

辉

石 角闪 二长岩 中浅成边缘岩相为斑状石英

闪长岩
、

粗斑状石英闪长岩
、

石英 闪长岩 局部

有黑云母辉石闪长岩 边缘浅成岩相为石英闪长

。 功状 花 仍长岩 正长阴 长岩 , 角阴 辉石 》二长桥 石英 阴 长苟 。 斑扰右英阅妹纯

二 斑 云田口石阅 长岩 了 冈 长斑岩
。
粗拉变斑石菜阅长岩 。。 安山盼 岩岩城 , 上二迭草乐平加

二及省。 ”
,

上三选杭 涌沂钱色矽页梅
·

中下三迭鱿为台灰御盆 , 侏 罗系 “ 下化垂心犷向几礼怪舀

娜卜 , 卡宕护孔辱四蕊

圈 铁山俊入体平面地质国

斑岩 边缘浅成

岩枝相为花岗闪长斑

岩 脉岩相有长

英质伟晶岩
、

花岗细

晶岩
、

煌斑岩
、

辉绿

岩
、

中性岩脉 除脉

岩相外
,

各岩相界线

较为平整
,

无明显的

穿插贯 入 现 象
,

因

此
,

各岩相应为同一

个岩浆活动期 —燕

山早期一所形成
。

从铁山岩体岩相

变化特征
,

并联系岩

体周围所接触之沉积

围岩岩性和蚀变
、

矿

化情况
,

可以肴到岩

体南部中段岩相以明

显的分相完 整 为 特

征
,

边缘中钱成岩相

与中下三迭统碳酸盐

岩石接触 内外州七

变质现象发育
,

矿化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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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圈

二
、

矿床地厦概况

铁山矿床共由六大矿体组成
,

均产于 石英 闪

长岩
、

黑云母辉石闪长岩与大理岩或白云质大理岩的

接触带上
。

矿体形态变化很大
,

呈似层 伏或透镜状
,

仅东端呈团囊状 捕掳体成矿
。

矿体洽接 触 带 展

布
,

产状随接触带的转折而变化
。

六大矿体除龙洞矿

体向南倾斜 接触带向南倾斜 和尖林山矿体呈平卧

状外
,

余皆向北倾斜 接触带亦均向北倾斜
,

但深部

亦转向南倾斜
。

在平面上六大矿体沿化西西 —南

东东向接触带
,

呈
“

尖灭侧现
”

形式
,

连绵长达 。。。

米 图
。

矿体沿倾斜长度多在 、 米不等
,

亦有长达

米以上者
。

矿
一

体厚度 ” 米
,

局部可达 米
。

矿体赋存标高自十 米至一 、一 米
,

局 部 深

孔控制有达一 米以下者
。

矿石构造以致密块状为主
,

主要金属矿物为磁铁

矿
,

其次有黄铜矿
、

黄铁矿呈条纹状或浸染状分布于

块状矿石中
。

局部亦有以亦铁矿 —穆磁铁矿并含有

大里黄铁矿
、

黄铜矿的页片状矿石
。

块状矿石与矽卡

岩过渡带亦常见到含大盘金云母
、

透辉石的条带状或

浸染状贫矿石 与白云质大理岩过渡带
,

则出现有厚

度不等的浸染状
、

斑块状
、

条纹状的赤铁矿 —菱铁

矿碳酸盐型矿石
。

矿石昔遍含铜
,

但由低铜矿石带及

局部围岩铜矿化强烈甚至构成单独 的 铜 矿体
,

则说

明铜
、

铁矿化并非完全一致
。

由于岩浆岩的侵入
,

除使三迭系大冶灰岩普遍遭

爱热力变质而成大理岩外
,

尤其在岩浆期 后 热 液 的

作用下
,

在接触带两侧的各种不同类型的 围 岩 中
,

产生一系列的热液蚀变现象和 岩 石
,

并 且 可 沿 与

接触带相交切的构造断裂和裂隙而发育深达 闪 长 岩

内部 ” 米或更远 主要有矽 卡 岩 化
、

金云母

化
、

绿帘石化
、

绿泥石化
、

碳酸盐化
、

高岭土化
。

接触交代矽卡岩具有如下的分带性
,

由 石英 闪长岩‘大理岩

内变质带

①轻微变质 钠长石化 闪长岩

②细粒钠长石化闪长岩

③柱石化钠长石化闪长岩
。

外变质带

④透辉石 次透辉石 矽卡岩

⑥透辉石化矽化大理岩

⑥大理岩或白云质大理岩
。

,

由黑云母辉石闪长岩 , 大理岩

内变质带

①轻微变质钾 钠 长石化黑云母辉石闪长岩

②网脉状拓榴子石一柱石化黑云母辉石闪长岩

⑧拓榴子石一柱石一 钾 钠 长石矽卡岩

外变质带

④含铁金云母透辉石 次透辉石 矽卡岩

⑥大理岩
。

本区主要以交代上述剖面的透辉石矽卡岩
、

含铁

金云母透辉石矽卡岩而成矿 故 ④带只在矿体中见其

残余
,

其它各带亦非普遍发育
。 蟋

三
、

成矿控制条件和成矿规律的分析

地层岩性
、

火成岩和构造是形成矽卡岩矿床的三

个互相制约的条件
,

三者不可缺一
。

但亦不能等同
。

根据毛主席关于
“

唯物排证法认为外因 变 化 的 条

件
,

内因是变化的根扭
,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

的

教导
,

分析上述三个条件
,

认为 要形成矽 卡 岩 矿

床
,

首先要有矿液作为物质基础
,

而矿液及其性质是

一定成分的岩浆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
。

矿液来自岩

浆
,

矿液的性质是由岩浆的成分所决定的 这就是根

据
,

是内因
。

地层岩性
、

构造条件是成矿的外因
。

地

质条件只能通过矿液才能富集成矿
。

铁山矽卡岩型铁铜矿床的形成是由铁山这一偏中

酸性岩浆岩及其正常的分异过程所决定
。

这 就 是 根

据
、

是内因
。

但矽卡岩型铁铜矿床并非各处皆发育
,

而主要发育于侵入体南缘
,

尤其是更集中于中段铁山

矿区一带
。

这取决于地层岩性和构造条件
。

就地层岩

性而论
,

中下三迭统大冶灰岩
、

白云质灰岩
、

灰质白

云岩
,

具有活泼的化学性质和性脆易碎的物理性质
,

有利于在接触交代变质时形成对成矿有利的矽卡岩或

直接被矿液所交代而成矿
。

而上三迭统蒲沂群紫色砂

页岩层
、

二迭系硅质岩层以及火成岩本身则 不 及 前

者 在成矿过程中
,

矿液是如何与上述有利岩层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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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代成矿的
,

则构造条件具有特殊 的 意 义
,

并直

接控制着矿液的上升与富集成矿的空间位里
,

即所谓
“

导矿
” 、 “

容矿
”

的作用
。

铁山矿区之控矿构造
,

显见是长达 。。。米 且凹入闪长岩的闪长岩与大理岩的

构造接触带
,

控制了铁山矿床的分布 接触构造控制

成矿
,

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但是
,

又为何在三者

具备的凹人带里
,

亦非处处成矿而皆有矿体分布呢

已知的各个矿体亦非个个相当而又有显 著 差 异呢

具体分析认为
,

虽然岩浆岩
、

地层岩性条件变化不大

或基本相同
,

但构造接触带的形态
、

产状则显现

出明显的变化
。

因此
,

在岩浆 岩 基 本
“

冷凝
”

结

晶 后的地质历史演化中 在此不讨论岩体侵人前的

构造变动
,

在区域应力场中
,

沿构造接触带这一构

造薄弱带将产生构造错动
。

但因构造接触带的形态
、

产状的不同
,

其运动方式
、

方向亦不同
,

即在运动中

的力学性质将必然产生差异 基本矽卡岩成矿作用是

在岩浆基本结晶的后期
,

含有大量挥发组分的含矿热

液循构造接触带上升
、

交代成矿的理论
,

上述差异将

影响含热液的上升
、

交代成矿和成 矿 规 模 我们学

习
、

运用李四光先生的地质力学观点
,

具体分析了各

种不同形态
、

产状特征的构造接触带的力学性质
,

认

为有如下规律
,

从平面上分析 在淮阳山字型构造的前弧左具

部位
,

具有北西西、北西向的接触带 结构面
,

将

产生南盘向西
,

北盘向东的扭力性质和扭动 图
。

此种扭动可从近接触带的闪长岩尤以大理岩层中一系

列走向北西、北西西近于直立且具水平擦痕 显亦南

盘向西
、

北盘向东错动 的扭断层 有的被辉绿岩脉

充填 所证实
。

因此
,

在接触带方向为近东西或更偏向 南 西 西

时
,

将具有压扭性质
,

而为北西西 北西时则具张扭

性质
。

故后者易于成矿
,

而前者不利于成矿
。

铁山六

大矿体呈
“

尖灭侧现
”

形式而斜列于北西、北西西向

的接触带上
。

,

从剖面上分析
,

又可分为如下三种情况

护,

解言史到口 ,

乙 ,中了二诊术台

咐陈公‘碑洋及笼之杯竹均为大咫均

田

砂

当接触带向南倾斜时
,

在南北向挤压 力 的作

用下
,

产生南盘向上
、

北盘向下的扭动
,

则接触带具

压扭性质 而在接触带由陡变缓部位
,

相对 言则具

张扭性质
。

后者易于成矿
。

故矿体产在向南倾斜接触

带的变缓部位
。

如龙洞矿体 图
。

当接触带向北倾斜时
,

在南北向挤压 力 的作

用下
,

产生南盘向下
,

北盘向上的扭动
,

则接触带具

压扭性质 而在接触带由陡变缓部位
,

相对而言则具

张扭性质
。

后者易于成矿 故矿体产在向北倾斜的缓

倾部位 如铁门坎
、

狮子山
、

尖 山诸矿体 图 》
。

圈 圈例 见日

日

当接触带呈大幅度的转折时
,

在南北向挤压

力的作用下
,

不易扭动 故在转折接触带的末端
,

产

生与压应力平行的张裂或利用平卧产状的接触带产生

张扭性的断裂 矿体即产在此种构造部位
。

如尖林山

矿体和象鼻山矿体 图

综合上述
,

接触带的具张扭性部位利于成矿
,

而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如小令小小小小今小
·

十今小申小十咖十小中本幸小小小小十幸小幸小十中七小小小十和小小如小令
·

小饭

乞

令工了令奋
三人丫人丫‘李李于于个个幸十李于幸备
月

李李于十幸幸幸李幸产

全国冶金地质工作质量会议

年 月 日至 日
,

冶金工

业部在湖北省黄石市召开了冶金地质

工作质量会议
。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省
、

市
、

自

治区冶金地质单位和有关设计单位的

代表
,

共一百六十人
。

这次会议
,

主要是传达
、

学习和

贯彻伟大镇袖毛主席和党中央负青同

志关于加强企业管理
,

提高产品质量

的一系列指示
,

开展革命大批判
,

总

结交流经验
,

重点讨论和解决冶金地

质工作质量问题
。

通过会议
,

与会同志进一步加深

了对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的认识
,

讨论落实了加强管理
、

提高质量的措

施
。

会议达到了拍期的 目的
。

才全李全丰
鑫刃今粗宁人丫

丰羊全李全
占人人了人了人了于全全

、小
闷

小十小本小十
,

令
月

令
,

十今咖 中令小令
·

命 幸幸小幸十今
闷昭 小幸小今

·

小小小小今 幸幸小令小小小本小幸

碱碱碱嘛嘛版版
口 ,

刹刹权叼叼‘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飞飞飞飞飞 铸铸
之、 ‘ ·

。 一一

碟碟圳圳蕊蕊、、、

弋盆盆盆
‘

粉 ‘‘‘‘‘‘‘‘‘‘

一一一一一

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
握握握握

亏性竺

粉
,,,,

弓家夕莞莞莞莞莞
并并并并并

祠卜 叮叮叮叮叮叮叮

田 口例见日

压扭性部位不利于成矿
。

以上只是单独的从平面或剖面上进行

分析的结果
,

如把两个方面联系起来
,

将

出现如下四种情况
,

即

平面上是张扭性
,

剖面上亦是张扭

性

平面上是张扭性
,

剖面上是压扭性

平面上是压扭性
,

剖面上是张扭性

平面上是压扭性
,

剖面上亦是压扭

性
。

显见
,

第一种情况最利于成矿
,

第四

种情况最差
,

而第二
、

三种情况 介 于 其

间
,

成矿不及前者
,

而强于后者
。

但是必

须指出的是矽卡岩矿床成矿特点
,

并不仅

是矿液简单的沿构造接触带上升和充填
,

还具有强烈的交代
,

且成矿是一个相当长

的复杂过程
,

各种地质因素的作用亦是有

变化的 构造接触带的地质力学性质亦非

不变的 因而说上述分析只是一个初步的

认识 再则
,

我们对于李四光先生的地质

力学知识还不过是初学
,

运用于矽卡岩矿

床更是初次尝试
,

错误难免
,

希望批评指

正 所提出的规律是否与客观相符
,

亦有

待以后实际工作的检验
、

修正和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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